
新冠病毒觀察---企業危機管理(24) 

 

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毒（Covid-19）疫情首先在中國武漢爆發，2020 年 1

月 23 日春節前開始採取封城、限制出行、停班停課延長假期……等等的嚴厲措

施，防止疫情蔓延，類似做法也在一些其他城市採用。這些措施當然會對企業

經營帶來巨大的影響，在經濟上無一倖免，短期內全球最大的服務產業─旅遊

業更是災情慘重。由於要避免人群聚集降低傳染風險，因此對勞動密集型消費

產業影響最大，除旅遊業外，文化娛樂、餐飲、航空、商貿流通等行業也是重

災區。另外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也有較大的負面衝擊，然而對醫療相關產業、

清潔衛生、電子商務、網路娛樂和保險等則會產生相對有利的影響。 

 

中文「危機」這個詞也有特殊意涵，危機孕育生機，風險醞釀機遇也帶來

了新的契機，雖有「危」但亦有「機」，如果經營者認知危機並及時做出徹底

的改變，那麼危機也許不是壞事。此次疫情或將催生出新的業態，並倒逼生

產、行銷、生活方式進一步朝向數位化改變，接下來遠程辦公、遠程教學、大

數據、雲業務、人工智慧等都將配合 5G 的開通而引領風騷。企業面對危機最

重要的是什麼？當然就是經營者的決策和行動能力。大家都是面臨相同的外在

環境、相同的衝擊，為何有的轟然倒下有的反能脫胎換骨？「經營者」正是關

鍵！ 

 

治國亦是同樣道理，全世界面臨的新冠疫情正在進行中，誰也不知道何時

才能告一段落。疫情首先是在中國大爆發，接著義大利、伊朗、韓國成為重災

區，然後變成日本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澳洲、加拿大、美國……等所謂已開

發的先進國家，幾乎無一倖免接手成為重災區，其中美國後來居上，果然是

「美國優先、美國第一」，而印度、非洲、南美洲正在排隊接手。 

 

面對疫情，各國領導人的應對方法不一，造成的結果也逐漸顯現。透過這

次的疫情正是一個加速淘汰和加速升級的過程，那些能適時變革，提升免疫力

的國家或企業，將會化「危」為「機」，成為強者！十年後再回顧，有的將會

從此一蹶不振威風不再，而有的會浴火重生脫胎換骨！為什麼會差這麼多？領

導人正是關鍵！ 

 

面對新冠疫情對產業的衝擊，企業必須具備「緊急應變」的能力，才能邁

向永續經營。戰術性應變計畫可以包括以下部份： 

 

一、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



    最高主管一定要親自參與並領導，建立快速的應對決策及治理機

制。要思考的不外就是： 

 

⚫ 在此次疫情的初始階段，我們是否就已經覺察到可能的危機？主

動應對了什麼？ 

⚫ 有哪些措施是事後被動應對的？是如何陷入被動的？ 

⚫ 在已採取的應對措施中效果分別如何？為什麼？ 

⚫ 在疫情還將持續的發展中，我們可以做哪些改善以儘早發覺問題

並及早主動的採取預防應對措施？ 

⚫ 設立全職的專責部門，負責收集、整理、分析各方面的相關資

訊，記取和學習他人的經驗教訓，並隨時提出因應或改善建議。 

 

二、評估可能對企業營運造成的風險及衝擊做好準備 

⚫ 人員出勤部分：有旅遊史或接觸史之員工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

狀、員工被隔離、員工家屬被隔離、同事被隔離、無法上班……

等導致的人力調度困難。 

⚫ 消殺防疫部份：工作或營業場所避免群聚感染該做哪些消殺工

作，員工防疫物品如口罩、消毒清潔劑準備、顧客安全管理甚至

被封閉或無法營業時的因應對策。 

⚫ 業務推展部分：旅遊警示無法出差、飛機航運或交通運輸減班或

停飛影響，物流受阻造成未能如期交貨造成的違約等影響。 

⚫ 生產營運部分：公司營運也會因交通運輸減班或停止，導致原物

料延遲或斷貨，員工出勤影響生產及交貨。緊密連繫分公司、生

產工廠、供應商、協力廠商、主要顧客甚至相關同業，尋求相互

支援、合作協商以共渡難關！ 

⚫ 財務調度部份：由於營收銳減、固定支出、應收帳款、貸款付

息……等造成可能的現金流和財務調度困難。如果現金流出現問

題，邀請全體員工共商大家可接受的辦法，力求維持生存渡過難

關。 

 

三、即時了解相關機構宣布的政策及相關法令規定 

密切關注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發布的疫情相關訊息；公權力部門

對人流、物流和資訊流的管制和變動趨勢；行業公會的共同配合措施

以及各級政府針對企業應對疫情的支持政策和補貼方案。 

 

四、彙聚公司全部員工，共同檢討本企業擁有的資源或優勢，有哪些方面

可以調整轉型、爭取或配合政府的優惠政策、盡到最大的社會責任、

減少疫期損失在可承受的範圍，使企業渡過難關外，並做好準備在疫



情過後儘速回復正常營運。疫情期間，管理階層的各項調整因應作為

和對策，務必要把公司所有的員工視為「命運共同體」，要邀請員工

共同參與討論和決策，保持充分的溝通，切忌把員工排除在外，以免

造成造成猜忌、謠言，致使公司內部自亂陣腳提前瓦解！ 

 

    同學們，你還有什麼補充意見或想法，請提出分享討論。 

 


